
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10期

的措施，对病羊给予易消化的牧草，并加强圈舍的

通风，增加日照，提升环境温度，保障病羊的温暖以

增强其抵抗力。第二，对不同发病部位，采取有针对

性的治疗措施。例如，对皮肤表面的疱疹，可以采取

药水涂抹的方法，保证合理的消毒；对脓包破裂的

状况，采取先洗涤再涂药的措施，实现消毒消炎；对

于黏膜发病同样采用先洗涤后涂药的措施，洗涤主

要采用高锰酸钾 1%浓度的液体[3]。

4 结 语

山羊痘病发病率高，传染范围广，对羊的生产产生

一定的威胁，因此，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疫治疗方法十分

必要。通过对羊群采取科学及有效的防疫消毒，对病羊

实行隔离与治疗，可提高羊群的整体抵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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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本文叙述了大黄的化学成分、传统功能主治、现代药理研究，同时总结了大黄在现代畜禽、水产疾病

防治上的新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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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黄，又名大王、绵纹、锦文、黄良、中吉等。为

蓼科植物掌叶大黄、唐古特大黄或药用大黄等多种

大黄属植物的干燥根或根状茎。味苦，性寒。入心

包、肝、脾、胃、大肠经。

1 主要化学成分

含番泻苷 A、B、C、D、E、F，大黄酸、大黄酚、大

黄素、芦荟大黄素、大黄素甲醚、大黄素甲醚 -8-葡

萄糖苷、大黄素 -1-葡萄糖苷、大黄素 -8- 葡萄糖

苷、大黄酸 -8-葡萄糖苷、大黄素 -6-葡萄糖苷、芦

荟大黄素 -8-葡萄糖苷、大黄酸双葡萄糖苷 A、VB、

VC、VD、大黄蒽酮 A、B、C，鞣质、没食子酰葡萄糖、右

旋儿茶精、没食子酸和雌激素样物质等。

2 传统功能主治

1）攻积导滞。用于大便秘结，肚腹胀满，腹痛不

安，积滞作泻，以及泻粪腐腻、腥臭。

2）清热泻火。用于高热稽留，口渴喜饮，狂躁不安。

3）清热利湿。用于湿热黄疸，湿热泻痢，尿淋，

带下，肝胆结石等。

4）活血祛瘀，凉血止血。用于跌打损伤，气滞血

瘀，衄血、尿血、便血。

5）解毒、消肿、敛疮。内服或外敷用于烫火伤及

热毒疮黄，目赤咽肿，斑、疹等。

6）消食健胃。小剂量大黄有消食健胃作用。

3 现代药理研究

大黄有改善微循环，降低血压、血脂、胆固醇和

消炎、利尿、抗过敏和保肝利胆作用。

对葡萄球菌、链球菌、肺炎双球菌、淋病双球

菌、绿脓杆菌、白喉杆菌、痢疾杆菌、大肠杆菌、伤寒

杆菌、副伤寒杆菌，以及致病性真菌等有抑制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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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鸡用大蒜好处多

1）将大蒜去皮、捣烂拌料饲喂，每只鸡 3～5 g（1头鲜蒜重约 50 g左右）。

2）制成大蒜粉，按 0.1%添加到成鸡饲料中喂给。

3）制成大蒜酊密封备用，饲喂时加水稀释。在肉鸡的日粮中添加 1%～2%的鲜蒜或 2%蒜粉，可使

肉鸡更为香浓，还可去除鸡吃鱼粉后在其肉中带有的鱼腥味，且对鸡的生长没有不良影响。在蛋鸡日

粮中添加 4%切碎的蒜苗或 3%大蒜粉，产蛋率可提高 10%～15%；在上市 1个月前（上市前半个月忌

喂）的肉鸡饲料中添加 1%～2%的鲜大蒜，1个月后无论是抗病力、饲料转化率还是生长速度均有不同

程度的提高，且毛色光泽鲜艳，宰后肉鲜嫩，汤清香，肉质风味大为改观。

来源：河北农科 110网

对阿米巴原虫、滴虫有杀灭作用。

对疱疹性口炎病毒、单纯疱疹病毒、艾滋病毒

HIV-RT、柯萨奇病毒、流感病毒、副流感病毒、乙型

肝炎病毒等多种病毒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。

对乳腺癌、黑色素瘤、艾氏腹水瘤等肿瘤有抑

制作用。

4 新用途

1）预防骆驼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疾病。每年 4～

10月份，将大黄粉碎呈粉末状，按 0.5%的比例加入

饮水中搅匀，让骆驼自饮，不中断。

2）治疗母牛、母猪、母犬产后红糖中毒。母牛：

大黄 500～1 000 g，食盐 100～300 g；母猪：大黄

100 g，食盐 20 g；母犬：大黄 20 g，食盐 5 g。大黄

粉碎为末，与食盐一同开水冲，候温搅匀 1次灌服。

服药后须满足饮水供应。

3）治疗牛、猪、羊消化道出血。生大黄末：牛

50 g/头，猪 15 g/头，羊 10 g/只。开水冲，候温灌

服，3次 /d，连服 3～5 d。

4）治疗幼驹、犊牛不吃奶。大黄 50 g，甘草 20 g，水

煎 2次得汁 100 mL，候温灌服，1剂 /d，连服 1～2剂。

5）治疗猪无名高热。症状：体温 41.1～41.8 ℃，

鼻盘干燥，废食，腹胀满，大便干硬，湿咳，舌色红

润，脉象洪数，已连续 5 d使用大剂量抗生素和解

热镇痛药无效。

大黄 30 g，皂角 15 g（体重 80～85 kg猪用

量），共研末，沸水浸泡，候温一次灌服。3剂 /d，连用

2～3 d痊愈。

6）治疗小动物术后肠麻痹、非绞窄性肠梗阻。

大黄 120 g，水煎 10 min，滤取上清液 500 mL，取适

量保留灌肠。连用 3 d。

7）治疗犬、猫消化不良。生大黄 5份，制大黄 2

份。开水浸泡，取汁灌服，1剂 /d，连服 2～5 d。

8）治疗鸡球虫病。每只 4 g炒大黄，煎汁，配成

20%饮水溶液，供病鸡饮用，1剂 /d，连用 5～7剂。

9）治疗草鱼出血病。每 50 kg鱼（或万尾鱼

种），用大黄 0.25～0.50 kg，粉碎成细粉，热水浸泡

12 h，拌料喂鱼。1剂 /d，连用 5剂。

10）治疗鱼白头白嘴病、烂腮病。大黄粉碎，每

立方米水用 2.50～3.75 g。制法：每千克大黄用 20

kg 0.3%氨水浸泡 12 h，连同药渣和浸泡药液，用池

水稀释后，全池均匀泼洒。隔日 1次，连用 3～5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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